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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轨站周边城市环境研究 

  

摘 要:通过对江湾镇轻轨站周边实地调研和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运用城市设计原理对江湾镇轻轨站周边

现状从用地开发、街道景观和交通关系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周边的相应改进措施,以达到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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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上海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中心,大量人口向城市聚

集。由于出行的拥挤不堪,用时过长,在城市当中加入了高架公路;还不能满足人们出行的要求,又添加了快速

轨道交通。上海的交通规划往往滞后于土地利用规划,不仅缺乏预留用地,而且对轨道交通站点辐射范围的城

市设计完全不能满足要求。市政工程、交通工程、建筑单体之间,各自为政,缺乏城市设计的整和,导致城市

空间支离破碎。 

1 城市设计对控制城市三维形态具有重要作用 

      城市设计是对城市体形和空间环境所作的整体构思和安排, 它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1]。城市规划

较城市设计更为宏观,停留在二维平面上对城市发展的布局。而城市设计的着眼点在于城市三维空间的塑造,

是人们为某特定的城市建设目标所进行的对城市外部空间和形体环境的设计和组织。本文旨在以江湾镇站

周边为例引发对轻轨站点周边城市设计的一些思考。 

2 研究对象现状分析 

2.1 研究对象及研究手段 

      江湾镇站位于上海虹口区场中路逸仙路,为上海轨道交通三号线的高架侧式车站。在 2006 年 12 月 18

日北延伸段江湾镇站—江杨北路站开通前为三号线的北起讫站(维基百科)江湾镇轻轨站周边交通情况非常

复杂,它们在空间上并行、交叉,形成了新的城市空间和城市实体。 

      本文主要研究手段采用实地踏勘和问卷调查并辅以照片形式,问卷对象为江湾镇附近活动的居民及乘

客。 

2.2 研究范围 

      人们运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出租车、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步行,与轨道交通相接驳,往返

于城市的各个区域中。可以看到,轨道交通的站点,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能接触到的新兴城市

节点,而到达这个节点所要穿越的空间、路线也成为我们感知城市的重要元素。如果将江湾轻轨站作为城市

的一个节点要素进行分析,那么其分析的空间范围即为此轻轨站服务的区域。 

      为了得到正确的江湾轻轨站具体的服务半径,笔者做了 105份调查问卷。根据问卷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选择接驳的方式不同(见图 1),江湾轻轨站的服务地理半径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它能被步行乘客的感知

范围是可以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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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步行时间结构图可以看出(见图 2),80%的步行人群从家中步行到江湾轻轨站所用时间少于 15 min。

而公交路线接驳的距离也集中在步行七八分钟的行进距离以内,所以我们认为这 15 min 的时空距离,是绝大

多数的乘搭轻轨的乘客在行走过程能感受到的城市空间。 

 

3 现状问题分析 

3.1 商业活动分析 

      轨道车站地区高强度开发,多功能混合,是城市土地合理利用的必然要求。轻轨站周边地区属于人流集

散地,人流量大,若因地制宜的合理开发商业活动,将会收到很好的商业效应。 

      江湾轻轨站周边却是一片萧条和凌乱的商业活动景象(见图 3)。在调查的 105 名乘客中,有将近 50%的

乘客从来没有在江湾轻轨站周围购物,近 60%的乘客从来不在附近就餐,95%的乘客在这个地段找不到适合

自己的休闲娱乐场所。 

      首先,钢材市场对于市民的购物与休闲娱乐是没有紧密联系的,却占据着绝佳的地理位置;而江湾轻纺批

发市场(主要经营小商品),因其标识性不强且与江湾轻轨站的联系不紧密,导致其缺乏吸引力。 

      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江湾轻轨站乘客中 70%的是 15 岁~35 岁的年轻人。而我们实地观察,

基本没有能够吸引年青人的休闲娱乐场所。而休闲娱乐功能的严重缺失直接导致该地段缺乏强劲的经济活

力。 

      最后,在江湾轻轨站周围,只有麦当劳、肯德基和味之都等大型连锁餐饮店有乘客经常光顾。此外,沿街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餐饮店。但是店面狭小,卫生质量没有保障,档次不高,对于乘客几乎不具有吸引力。 

3.2 城市空间分析 

      江湾站作为城市的一个节点,其商业价值及聚集人流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街道两侧景观应是以公

共广场+商业建筑及公共建筑围合。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在轻轨附近走动时明显感到视觉上的不舒服感和心

理上的紧张感;并根据我们问卷调查数据统计也说明该地区不具有吸引人停留的要素。 

3.2.1 割裂的天空背景 

      本文将视平线以上的视域范围定义为天空范围,从武东路口往轻轨站方向看:以多条高压电线、高架、

轻轨线路为视觉前景将背景建筑分割得支离破碎,整个空间给人杂乱的感觉。走到与轻轨线平行的街道时只

能看到被高架挡住的少部分蓝天和混凝土的高架下表面。缺乏整片的蓝天作为背景的街道,视觉感受是压抑

而凌乱的。 

3.2.2 杂乱的沿街建筑立面 

      作为轻轨站应该是人流聚集的地方,然而沿街的界面缺乏商业氛围,从武东路口转向仁德路,首先是敞开

大门的钢材厂———低矮的大铁门和进门可见的卸货停车场地,再从一条铁路穿过,接着是半开敞的加油站

空间,再过去又是穿越马路到对面的铁路线,铁路线过去就是连接对面轻轨站的天桥,天桥过去是公交车总

站。根据马塔的带形城市(linear city)理论:规划原则是以交通干线作为城市布局的主脊骨骼;城市的生活用

地和生产用地,平行地沿着交通干线布置;城市继续发展,可以沿着交通干线(纵向)不断延伸出去。 

3.3 交通层次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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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停靠是考虑比较周详,在马路的两旁都有停靠空间。但是,摩托车、助动车、自行车的停放并没

有与步行体系很好的接驳。这些交通工具仅在轻轨站所在的马路一侧有停放场地。这样,不仅仅对道路交通

有影响,还造成了隐性的不安全因素。此外,江湾轻轨站用以直接穿越马路的过街天桥位置过偏,标识不强,很

多步行人流宁愿等红灯过马路,也不愿意或者说不知道可以直接通过天桥进入轻轨站。这样不但导致换乘人

流对于地面交通的干扰,使交通体系运转不顺畅,还增加了对于地面上横穿马路乘客的安全危害。 

4 结语 

      城市设计的目的是让城市更适合人居住并更具有地方特色,那么轻轨站附近的城市设计就应该充分考

虑到附近的特色,目前江湾镇附近还是属于城市近郊的,所以它周围不可能做成很浓厚的商业氛围,但至少应

该考虑到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和使用需求,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行人需要的适量商业建筑,并预测到未来

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保留适当的预留地供未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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